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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西瓜生产向安全、优质、高效方向发
展，弘扬西瓜文化，提高广大瓜农的科学管理意识和
标准化生产水平，增强西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以

“促进西瓜产业发展，提高西瓜品牌影响力，宣传西
瓜文化”为宗旨，特组织第 36届北京大兴西瓜节“金
把黄杯”全国西甜瓜擂台赛。

一、奖项设立
1.大型西瓜重量组：
设冠军一名、亚军二名、季军三名
2.中型西瓜综合组：
设冠军一名、亚军三名、季军五名
3.小型西瓜综合组：
设冠军一名、亚军三名、季军五名
4.甜瓜综合组：
设冠军一名、亚军三名、季军五名
5.新品种奖
取前十名
6.创意西瓜奖
根据参赛者数量及其创意性由评委现场确定，

取前五名
二、参赛资格和要求
本届擂台赛面向国内的瓜农和基地，凡符合下

列要求的均可参赛。
1.参赛的单位应凭企业、合作社、村委会介绍信

及身份证明参加比赛。
2.参赛的单位应提供自己种植的产品，如发现

其产品属购买者，取消其比赛资格。
3.参赛的西瓜或甜瓜必须是审定、登记品种或

当地推荐的某一个固定品种，并能代表其特征。如
属品种的变异产品，不能参加比赛。

4.参赛的西甜瓜必须保证成熟。
5.大型西瓜重量组每位参赛者须提供1个西瓜，

中型西瓜综合组3个相同西瓜；小型西瓜综合组及甜
瓜组的每位参赛者须提供 5个相同的瓜，新品种组、
创意西瓜组每位参赛者须提供2个相同西瓜，参赛西
瓜一律不退回。

6.参赛人员的参赛项目不得重复。
7.参赛产品必须经检测合格，农药残留达到安

全指标才能参赛。
三、评比办法
中型西瓜、小型西瓜、甜瓜由专家评委分别打

分。评比分为客观分和主观分两部分，客观分根据
果实重量和含糖量计分；主观分由每组评委，对参赛
品种进行观察、品尝、评定打分。

大型西瓜重量组按重量大小计分；新品种组由
专家评委打分评定。

1.大型西瓜重量组
以单瓜重量为标准。参赛品种的报名资格为单

瓜重量超过10公斤，瓜把长度不得超过5公分。
2.中型西瓜综合组
（1）客观分：按100分计。
①重量分：满分 30 分。单瓜重 5 公斤以上得 30

分，不足5公斤，每降低0.1公斤减0.2分。
②含糖量：满分 70 分。心糖 13 度及以上得 70

分，每降低0.1度减0.1分。
（2）主观分：按100分计。
①外观质量分：满分 30分。外观评分标准包括

品种特性、果实外观、剖面外观、瓜皮厚度等。
②内在品质分：满分 70分。品质评分标准包括

西瓜肉质，口感，纤维数量，是否有异味等。
3.小型西瓜综合组
（1）客观分：按100分计。
①重量分：满分30分。单瓜重1.0-2.5公斤得30

分，超出评比标准的，每增加或减少0.1公斤减0.2分。
②含糖量：满分 70 分。心糖 15 度及以上得 70

分，每降低0.1度减0.1分。
（2）主观分：按100分计。
①外观质量分：满分 30分。外观评分标准包括

品种特性、果实外观、剖面外观、瓜皮厚度等。
②内在品质分：满分 70分。品质评分标准包括

西瓜肉质，口感，纤维数量，是否有异味等。
4.甜瓜综合组
（1）客观分：按100分计。
①重量分：满分 30 分。厚皮甜瓜单瓜重 1 公斤

以上得 30 分，不足 1 公斤，每减少 0.1 公斤减 0.2
分。薄皮甜瓜 0.4公斤以上得 30分，每减少 0.1公斤
减 0.2分。

②含糖量：满分70分。厚皮甜瓜心糖16度及以
上得 70分，薄皮甜瓜心糖 12度及以上得 70分，每降
低0.1度减0.1分。

（2）主观分：按100分计。
①外观质量分：满分 30分。外观评分标准包括

品种特性、果实外观、剖面外观、果肉厚度等。
②内在品质分：满分 70分。品质评分标准包括

甜瓜肉质，口感，纤维数量，是否有异味等。
5.新品种组
近年选育的新品种，要注明选育单位和品种名

称。由专家评委投票选出。
6.创意西瓜组
经艺术加工改变原品种形象或形态，或采用不同

栽培方式的西瓜、甜瓜。由专家评委投票评出，根据参
赛瓜的数量和创意水平，获奖名额可少于规定名额。

四、奖励办法
1.大型西瓜重量组：
设冠军一名、亚军二名、季军三名
冠军：奖金20000元
亚军：奖金10000元
季军：奖金5000元
2.中型西瓜综合组：
设冠军一名、亚军三名、季军五名
冠军：奖金20000元
亚军：奖金10000元
季军：奖金5000元
3.小型西瓜综合组：
设冠军一名、亚军三名、季军五名
冠军：奖金20000元
亚军：奖金10000元
季军：奖金5000元
4.甜瓜综合组：
设冠军一名、亚军三名、季军五名
冠军：奖金10000元

亚军：奖金5000元
季军：奖金3000元
5.新品种奖
取前十名，奖金2000元／名
6.创意西瓜奖
取前五名，奖金1000元／名
以上各奖项均有奖杯或证书。
五、颁奖时间及方式
擂台赛冠亚季军奖项在5月27日擂台赛闭幕式

上公布，获奖人员奖杯、奖金、证书等现场颁发。
六、公证单位
本届擂台赛由北京市志诚公证处现场公证。
七、时间、地点安排
1.报名参赛时间：参加擂台赛的单位应于见报

之日起到2024年5月26日17：00之前将参赛瓜送到
赛场并交报名费100元，过时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2.报名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农业科技
服务中心（京开高速公路梨花桥向东700米）。

联系人：王晓庆 电话：010-89289118
3.报名方法：大兴区参赛单位可直接到报名地

点报名，外埠参赛者通过电话或信件方式报名，报名
费通过邮局汇款。

汇款单位名称：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西瓜产销
联合会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大兴支行庞各庄分理处
账号：11-110901040002434
4.评比时间：2024年5月27日
5.地点：北京龙熙维景会议中心一层金色大厅

第三十六届北京大兴西瓜节
“金把黄杯”全国西甜瓜擂台赛评选委员会

第三十六届北京大兴西瓜节“金把黄杯”全国西甜瓜擂台赛比赛办法

□□ 高月 郑孟迪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显萍

“欢迎各位游客前来体验武皇同款
‘皇封树’，品尝千年樱桃，免费畅享！”近
日，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五头镇党委书
记杨光瑞在抖音上推广新安樱桃，视频
发布当日点击量突破 40 万次，引发网友
热烈反响，纷纷留言询问“采摘地点”，表
达期待之情。

新安县的樱桃、辣椒、中药材、食用
菌等农产品，相继破圈传播，“土特产”正
经历着转型升级。

5 月的新安，沃野田畴生机勃发，
“土”有味、“特”出品、“产”成群，新安县
正以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创新发展理
念，使更多“土特产”驶上产业化的快车
道，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
重要支撑。

布局特色产业，构建“两红
三优”发展模式

新安县位于豫西浅山丘陵区，地貌
总体呈“山高岭多河谷碎，七岭二山一分
川”。为解决丘陵地区农业产量低和农
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当地政府巧妙
利用“特色牌”，构建了“两红三优”的产
业发展模式。

“两红三优”指的是樱桃、5G数字辣
椒、优质林果、优质中药材和优质食用
菌。新安通过政府引导、龙头企业带动
和群众参与，稳定了 10 万亩樱桃种植面
积，加快品种改良，推进设施农业，巩固
了“中国露地早熟樱桃第一县”的地位。
同时，新安还扩大了 5G数字辣椒种植规
模，建设了“双红”加工交易园区，打造区
域性辣椒、农产品加工交易和技术服务
中心，重点发展了沿黄区域的优质林果、

中药材和食用菌产业。
为促进特色产业规模化和集群化发

展，新安以千年樱桃沟农文旅融合示范
区、巴旦木小镇、万吨杏鲍菇生产基地等
重点项目为引领，各乡镇配套产业道路
等基础设施和初加工设施，推出“樱桃
贷”“金椒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并实施财
政奖补和金融贴息支持，有效促进了农
民增收和产业集聚升级。

据了解，今年新安县规划 11 个特色
种植万亩片区，樱桃品种改良5000亩，建
设现代化设施暖棚 1000 亩，辣椒连片种
植5.5万亩，丹参、连翘等中药材种植6万
亩，特色林果种植4万亩，杏鲍菇、香菇等
优质食用菌年产2万吨。

在磁五仓沿线，樱桃树随风摇曳，果
实累累；铁门镇和南李村镇的 5G数字辣
椒种植，以其高效和科技感引领潮流；磁
涧镇的万亩丹参，为中药材市场贡献了
新的力量；青要山镇的万吨食用菌，成为
当地农业的新亮点。新安县的农业特色
产业，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到现在的燎原
之势，已经形成了一幅点、线、面相结合
的产业发展布局图。

科技赋能，推动产业迭代升级

在新安县南李村镇江村，磁河悠悠
流淌，轻风拂过水面，带来阵阵涟漪。
北岸，黄土泊民宿依水而建，古色古香；
对岸，设施渔业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建
设中。

在项目负责人高浩振的引领下，记
者参观了工厂化养殖车间。车间内，陆
基养殖桶整齐排列，桶底部导管与车间
里 15 个三级沉降污水处理池相连，水过
滤、增氧后导入鱼池循环利用，鱼粪作为
优质有机肥可还田。

高浩振介绍：“这个项目采用现代化

技术和设备，将养鱼场搬上陆地，节约用
地，减少用水量，提高经济效益。20个直
径 8 米的养殖桶，产量相当于百亩鱼塘。
一桶8000尾鲈鱼，长到一两斤出售，可带
来 20 万元的收入，比传统养鱼每斤成本
低0.5元。”

设施渔业项目是新安农业产业科技
赋能的缩影。新安不断深化产学研合
作，推动数字农业、设施农业等新技术落
地，助力乡村振兴。

省级樱桃现代农业产业园与中国农
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河南省农业
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合作，通过技术攻关
实现樱桃春节后错峰上市，亩均收益高
达40万元。5G数字辣椒种植技术，实现
了生产机械化、种植标准化、管理智能
化，人工成本降低50%，产量提升30%，亩
均增收2000元。北冶“虾菜共生”循环农
业项目，将传统水产养殖与无土栽培技
术相结合，产量提升近十倍。

在科技的助力下，新安的田野变身
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数字农田、智
慧农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农村，广阔
天地可以大有作为，成为新时代新安农
村的主旋律。

农文旅融合，激活振兴新动能

走进新安县石井镇的洛阳兰林农业
旅游园区，河面波平如镜，倒映着四周的
景致，让人心静如水。远处的梯田，层层
叠叠，如同大地的纹理，诉说着农耕文明
的智慧。这里传统农业与现代旅游完美
结合，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体验
农耕、感受乡村文化的好去处。

园区负责人孙江子面对传统农业的
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见效慢的挑战，
他选择了农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这一
创新之举不仅增加了收益，也有效降低

了风险。
孙江子和他的团队用 6 年时间将

5000 多亩荒山打造成了充满生机的“花
果山”。孙江子欣慰地说：“我是当兵出
身，我儿子退役后也加入其中，他策划的
古法榨油、染布、石磨豆浆、非遗桑蚕丝
织等民俗活动和研学夏令营，深受游客
喜爱。”作为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园区
推出的陶艺、活字印刷等沉浸式研学项
目，吸引了百万余名游客，带动周边 380
余户村民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

在新安县，随着农文旅融合的深入
推进，新安县的村庄正经历着一场场精
彩的蝶变，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新安县正在创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以规划先行、运营前置，对
铁磁路沿线礼河、李子沟等 22 个村进行
整治提升，充分利用近郊优势，引流市郊
游。通过打造李子沟农文旅示范区、磁
河渔谷、巴士小镇等休闲游项目，展示千
唐志斋、洞真观等历史人文资源。以“千
年樱桃文化”为品牌，推进樱桃产业与农
文旅的深度融合，通过赏樱花、采樱桃、
樱桃节会和衍生业态带动区域融合发
展。沿黄村庄积极融入黄河文化旅游带
建设，发展民宿项目，建设黄河人家高端
民宿集群，构建乡村运营示范样板。

今年以来，新安通过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基础服务设施、丰富产业业态、营造
消费场景，新安近郊游、乡村游深受热
捧，累计接待游客 175 万人次，综合收入
达5.2亿元，成为城乡居民休闲旅游的热
门“打卡地”。

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新安县正紧
握“土特产”这一关键抓手，把乡村资源
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
优势、产业优势，擘画乡村振兴宏伟
蓝图。

河南新安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

“土特产”驶上产业化快车道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阎红玉）连日来，吉林省德惠市各乡镇抢
抓天气晴好、温度适宜的有利条件，积极
组织广大农户适时开展春耕播种，全市已
掀起春耕播种的高潮。截至目前，德惠市
160万亩保护性耕作地块已完成128万亩，
完成总量的80%以上。

在德惠市万宝镇大任家庭农场的玉
米大田里，多台条耕机、免耕播种机在田
间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据介绍，农
场今年全部采用保护性耕作模式进行播
种。万宝镇党委宣传委员李宇航介绍：

“万宝镇保护性耕作的实施面积为 4 万亩
左右，今年投入春耕的免耕机70台套。目
前，全镇已进入了播种的高峰期，5月中旬
能播种完。”

据了解，受前期土壤湿度较大，气温
较低等因素影响，今年春播起始时间比常
年略晚，但随着近期天气回暖、土壤墒情
适宜，目前，德惠市播种进度与往年基本
持平，今年在播种速度加快的同时，春播
时间也比往年更加集中。

“今年春播最大的特点是播种的速

度快，原因是这段时间的天气比较稳定，
气温提升快，今年更新了 300 余台套免耕
机，机械性能高，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作效
率。目前，全市每天的保护性耕作免耕
播种面积在 11 万亩左右，现在已经完成
了免耕播种 128 万亩。”德惠市农机总站
管理科科长矫可凤介绍，“我们总站利用
这个时机，在各乡镇高标准应用基地，组
织农户来进行观摩学习，提高农户的重
视程度。保护性耕作在抗旱保墒方面的
优势确实很明显，我们也要加强出苗地
块的田间管理，强化防灾减灾措施，确保
苗齐苗全苗壮，为全年粮食生产、丰产打
牢基础。”

吉林德惠市保护性耕作面积已完成八成

近日，国网温州供电公司青年突击队队员来到位于浙江省南部的瑞安天井垟粮食生产功
能区，深入了解农户用电需求，开展安全用电宣传。图为队员对该地水稻智能化育秧中心电
力设备、智能化流水线及用电线路进行全方位检查，确保农户用电安全。 雷建成 摄

5 月 7 日，江苏省徐州市睢
宁县梁集镇北河村多肉植物种
植基地内，村民在管护多肉植
物。近年来，梁集镇大力推进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多肉植物
盆栽生产培育基地，打造乡村农
旅融合新业态，同时结合市场需
求，采取“线上+线下”销售模式，
把多肉植物销往全国各地，促进
农民增收。
洪星 摄（来源：大国三农）

本报讯（齐尧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卫哲）5月8日，海南农商银行揭牌仪式在
海口举行。海南省委书记冯飞，省委副书
记、省长刘小明共同为海南农商银行揭牌。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深
化海南农信改革、组建海南农商银行，是海
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农信社改革决策部署的重要成果。
海南农商银行由原海南省农信联社及19家
市县行社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在全国具
有标志性意义，将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
带去源源不断的改革动力，为海南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自贸港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刘小明在讲话中代表海南省委、省政
府对海南农商银行揭牌成立表示祝贺。作
为目前国内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农商行以及
海南资产规模最大的省属企业，海南农商
银行要在服务乡村振兴、服务自贸港建设
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对海南农商银行的
发展，海南省委、省政府寄予厚望：一是强
化党建引领展现新气象。深刻把握金融工
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进一步推动党的领导
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理顺管理体制，健全
法人治理结构，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
部人才队伍，优化金融服务，加速释放改革
动能，建立健全审慎经营机制，有效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二是坚守发展定位展现新担

当。要始终坚守支农支小定位，坚持改制
不改向，主动扛起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任，积极适应农村金融市场供需格局变化，
调整经营策略和展业模式，增强农村金融
服务适配性，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积
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
三是立足全省大局展现新作为。立足自贸
港定位，更好服务高水平开放、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
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持
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海南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
刚称，海南农商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好中
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持续加强党的领导，规范法
人治理，践行ESG发展理念，坚持“改制不
改向、改名不改姓”，专注服务三农和小微
企业，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
路，奋力打造全国一流的农村商业银行。

海南农商银行其前身海南农信拥有
73年扎根守土历史，新组建的海南农商银
行，注册资本金 220 亿元，总行内设 19 个
部门，下辖总行营业部和 18 家一级支行，
440 余家营业网点，员工 7000 余人。截至
今年 4 月末，海南农村商业银行存款余额
3153.34亿元，贷款余额1842.38亿元，总资
产3748.47亿元。

海南农商银行揭牌成立


